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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专题交流
·

煤工尘肺X 线微机诊断系统

— 图象分析与专家诊断对照的研究

煤 炭工业部职业医学研究所 ( 1 0 3 0 20 )王文举 潘纪 戍 许 军 马菊姗 侯希忠

西安交通大学 蔡元 龙 姜杭毅 王 晓刚 刘 日新

煤工尘肺是煤炭生产中的主要职业病
,

发病人数

占全国尘肺总数的4 6
.

5%
。

其诊断主要依靠职业史及

X 线胸片
,

X线胸片受投照及 医生读片差异影响
,

特

别不利于尘肺流行病学的研究
。

尘肺
一

X 线图象分析是

十儿年来国内外久攻未克的难题
,

一直停留在研究阶

段
。

本文采用微机图象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原理
,

对

煤工尘肺X 线片进行诊断
,

对图象分析与专家诊断结

果进行验证
,

探讨该系统的实用价值
。

1 材料与方法

微机图象分析系统采用我所与西安交通大学图象

研究室共同研制的P C系列微型计算机 (C P U 8 0 2 8 6 /

8 0 35 6 )
,

主频为 S M H z ,

扩充了内存 ( Z M )和硬盘 ( Z x

20 M )
。

针对图象数据量大
,

处理时间长的特点
,

对最

耗时间的图象预处理 和分割过程
,

进行算法优化
。

信

号加速卡为 4 o M H z 主频
,

l o M IP S
,
一0 0 0万次 3 2 / 1 6

位信号处理运算
。

采用信号处理加速卡后
,

使得处理

速度成百倍提高
。

例如 51 2 x 5 1 2图象的 1 3 x 13 窗 口卷

积仅需 7 秒钟
,

而用微机处理 ( 2 8 6) 一般要 20 分钟
,

该算法的运行速度甚至超过了大型图象处理系统M 75

所实现的速度
。

这解决了在微机上实现诊断系统所面

临的
“

瓶颈
”

间题
,

是整个系统能否实用化的关键所在
。

整个系统基本硬件配置有
:

X 线片图象输入专用

读片光箱
; T V 摄像机 /C C D 摄像机

,

分辨率为 80 。

线 ; 图象监视器
,

P A L制
,

6 25 行
,

50 帧
,

隔行扫描 ,

图象采集卡
,

0 51 2 x 51 2 x s ib t 两帧
,

黑白或伪彩色

处理
,

硬件 Z O O M
、

漫游与滚屏
,

高速A D/
、

D /A 转换
,

图象获取速度 40 ms
; 打印机为2凌针中英文打印机

。

软

件完成了整个系统的人机界面设计
,

提供了逐级弹出

式中文菜单和英文菜单人机交互手段
。

整个系统对每张X 线胸片处理时间在 5 分 钟 以

内
。

有多种方法的图象增强与噪声滤除
,

图象的快速

存取
、

检索
、

放大与缩小
.

使用微机作为系统主机
,

成本造价大大降低
,

易普及
。

微机阅片方法是先提供我国尘肺X 线诊断标准片

及 1 9 8 0年 I L O 尘肺标准片及煤工尘肺X 线胸片 1 52 张
,

供微机图象分析
、

研究
、

学 习使用
,

建立计算机诊断

尘肺的方法
。

在尘肺 X 线计算机诊断方法研究成功并移植在微

机上之后
,

为了验证微机图象系统与专家诊断之 间的

符合率
,

进行如下几方面研究工作
: ( 1 )随机抽取煤

矿接尘工人及煤工尘肺 X线胸片 2 00 张
,

采用双盲法

即由微机诊断系统及邀请煤炭系统尘肺诊 断 专 家 五

人
,

分别进行诊断
,

五位专家以多数意见做为会诊意

见
。

探讨微机诊断与各位专家及会诊意见的符合率
。

该 2 0 0张胸片的质量分别为
: 1级 (优质片 ) 占 2 6

.

1 7

% , 2 级 (良好片 ) 占 6 5
.

3 0% , 3级 (差片 ) 占 8
.

!

% ; 4级 (废片 ) 占 0
.

5 %
。

( 2 )为 了探讨微机诊断系

统在基层尘肺普查中应用价值
,

对某煤矿尘肺普查的

X线胸片 30 0张
,

进行微机滤片与会诊组成员滤片结果

的符合率进行比较
。

( 3 )为 了验证微机诊断中的自身

差异
,

在 2 00 张微机诊断的胸片中
,

随机抽取肠张
,

时

隔两个月之后
,

再用微机进行诊断
,

检验其符合率
。

2 验证结果

微机 (代号 A ) 及五位专家 (代号分别为 B
、

q

D
、

E
、

F )
、

专家会诊意见 (代号为 G )
。

2
.

1 20 0张 X 线胸片按 正常范围 (0 及 。 小

) 及异常胸

片 ( I
、

I 期尘肺 ) 两大类进行诊断
,

A
、

B
、

C
、

D
、

E
、

F
、

G 之间诊断符合率见表 1
。

从表 1可见
,

微机在诊断有无尘肺上
,

同专家会

诊意见 ( G ) 的符合率为 83
.

5 %
;
微机诊断同各专家之

间诊断符合率在 7 8
.

5~ 8 1
.

5 %之间 ; 而专家之间诊断

的符合率在 7 8
.

5一 8 7
.

5 %之 间 ; 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

差异
,

说明微机在诊断有无尘肺上接近专家水平
。

2
。

2

诊断
。

9

2 00 张 X线胸片按密集度 0
、

1
、

2
、

3 四级分类进行

A
、

B
、

C
、

D
、

E
、

F
、

G 之 间诊断的符合率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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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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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有无尘肺上微机与各专家会诊意见及之 间诊断符合率 ( %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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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按。 、
1

、
2

、
3四级密度分类微机与各专家会诊意见及之间诊断符合率 ( %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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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表 2 可见微机在诊断四类密集度 ( O
、

1
、

2
、

3) 上 无显著差异
。

同专家会诊意见的符合率为 7 3
.

0 %
,

高于专家之间在 2
.

3 2 00 张胸片按尘肺分期O
、

0 + 、

I
、

I 四期分类进行

密集度判定上的符合率 5 3
.

5一 7 0
.

5 %
,

经统计学处理 诊断
,

A
、

B
、

C
、

D
、

E
、

F
、

G 之间的符合率见表 .3

表 3 按尘肺分期 。 、 。 + 、

I
、

l 期微机与各专家会诊意见及之 间诊断符合率 ( %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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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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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表 3 可见微机在尘肺分期 O
、

+0
、

I
、

I 期诊断

上同专家会诊符合率为70
.

5 %
,

而五位专家之间尘肺

分期诊断的符合率只在 5 1
.

0 ~ 6 8
.

0 %
。

2
.

4 对某煤矿接尘工人尘肺普查中 300 张 胸 片 进 行

微机滤片其诊断符合率同诊断组成员筛选时诊断的符

合率为 8 9
.

3 %
。

说明该系统可 以用做尘肺普查中X 线

胸片 的筛选
,

发现异常改变者交诊断组会诊
。

2
.

5 在微机诊断过的 2 00 张胸片中
,

时隔两个月后
,

从中随机抽取 3 5张
,

再用微机进行诊断
,

其 结果 为

10 0 % 符合
。

说明微机诊断可以克服尘肺诊断中的自

身差异
,

这是任何专家所达不到的
。

3 讨论

煤工尘肺的诊断同其他尘肺诊断一样
,

主要依拿

确切的职业史及 X线胸片
。

X 线胸片不仅在尘肺分期

诊断上起决定作用
,

而且是评定疾病疗效及尘肺流行

病学调查的重要方法
。

尘肺X 线诊断中的读片差异影响尘肺诊断的正确

性
。

读片差异主要包括读片者之间和读片 者 自身 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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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
,

前者平均三张胸片中发生一 次
,

后者平均五张中

发生一 次
,

再加上诊断水平及照片质量等 因素
,

目前

在尘肺诊断上各地有很大差异
,

严重影响尘肺诊断工

作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
。

微机图像分析诊断尘肺 的研究
,

主要 目的是使尘

肺诊断规范化
,

排除人为的读片差异
,

提高诊断的正

确性
。

70 年代以来
,

尘肺 X线胸片 的计算机诊断 一 直是

医学 图像处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
,

国内外学者曾

做过大量研究工作
,

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 台有实用价

值的计算机诊断系统间世
。

在国外
,

尘肺计算机诊断

系统目前仍停留在研究阶段
。

国内的研究大多采用引

进的大型图像分析处理系统
,

价格昂贵
,

实用性差
。

本课题研究是在大型图像分析处理系统的研究基

础上
,

建立方法之后移植到国内常用的微机上 ( 2 8 6
、

3 86 型微机 )
,

采用信号处理加速技术
,

并设计了合

理的人机交换软件
,

为实际应用创造了条件
,

目前国

内外尚无先例
口

从本系统图像分析对煤工 尘肺诊断结果来看
,

其

诊断符合率接近专家诊断水平
。

微机诊断在有无尘肺

的诊断上
,

同专家会诊意见的符合率为 83
.

5 %
; 微机

按四类密集度 (0
、

1
、

2
、

3 ) 诊断同专家会诊意见的符合

率为 7 3
.

。 %
,

高于专家之间在密集度判定上的符合率

(5 3
。

5一沁
.

5 % )
。

美国 R ic h a r d 等用大型计算机研究

的结果按 O
、

1
、

2
、

3 四级密集度其符合率只有 68 %
。

美

国 E r n e s七等用 图像分析诊断尘肺其结果与人工判读多

1 2 3

数票的结果相比
,

正常与非正常两类符合率为 87 %
,

按密集度 (0
、

1
、

2
、

3) 四类符合率只有60
.

5 %
。

而且这

些结果都是在大型计算机分析系统上进行 的
。

微机诊断按我国 尘肺 X 线诊断分期标准
,

对认

0
辛 、

I
、

l 期小阴影进行诊断与专家会诊的符合率为

7 0
.

5 %
,

而五位专家之间的符合率只有 5 1
.

0一 6 8
.

0 %
。

在尘肺普查中应用微机系统进行普查胸片的筛选

滤过
,

其与诊断组相 比符合率在 8 9
.

3 %
,

可以节省专

家筛选滤片的大量时间
。

微机诊断系统可 以克服读片中的自身差异
,

这是

任何专家都不能克服的
。

综上所述
,

微机图像分析系统对煤工尘肺X 等胸

片诊断结果与专家对照验证的研究结果表明
:

符合率

在 7 0
.

5一 86
. 。 % 之间

,

是符合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尘肺

胸片诊断要求的
。

同行之间的符合率在 60 ~ 80 % 是可

以接受的
。

国内报道前后两 次 读 片 差 异 ( 自身 差

异 ) ,

密集度为 75 %
、

范围 65 %
、

形态 70 %
。

我国 X 线

诊断专家汪绍训生前曾说
: “

我的尘肺诊断符合率大

约不到 8。%
。 ”

所以本课题用微机诊断尘肺的结果是

符合目前国内外对尘肺诊断水平要求的
。

本微机诊断尘肺系统
,

可 以依据我国尘肺X 线诊

断标准
,

对各地诊断情况进行考核
、

平衡
,

以利正确

执行我国尘肺诊断标准
,

尤其对尘肺流行病学的研究
,

使诊断规 范化
,

排除各地差异
,

提高研究尘肺发病规

律的正确性
。

(参考文献 略 )

F Z o 一 1防锈油所致接触性皮炎的报告
衡阳市职业病防治院 ( 4 2 1。。8) 陈惠君

r Zo一 1薄层防锈油具有防腐及稳定性好等特点
,

皮肤刺激症状明显加重
,

被迫停工
,

其中 6 人接受治

广泛用于纺织机械行业
。

本文报告一起喷床工人使用 疗 ( 4 人住院 )
。

6 人中接触 F Z于 1 最短的只有 15

F Z。一 1 防锈油所致皮炎的情况
。

天
,

3 人为 1个月
,

最长的 4 年
。

1 一般惰况 2 临床表现

我市某纺机厂生产的轴承
、

锭子使用苏州特种油 开始暴露部位皮肤搔痒
,

继而局部皮肤及面部
、

品厂生 产的 F Z o 一 1 薄层 防锈油喷淋轴承
、

锭子
,

已达五 眼睑水肿
,

睁眼 困难
。

在水肿的基础上出现密集 的丘

年之久
。

从事该工序的工人都有不 同程度 的接触性皮 疹
,

米粒大小排列不 匀
,

有 的可见抓痕及血痴
。

主要

炎反应
,

主要表现为暴露部位皮肤搔痒
、

皮疹等
。

多 分布于双手前臂内下 1 / 3处及 面部
,

有的融合成片
,

手

不严重
,

反应严重者 已及时调离
,

多数工人脱离接触 背
、

指间
、

颈胸皮肤呈散在分布
,

皮疹于 l周左右开

5 ~ 7 天一般反应即自行消失
。

始糠皮样脱屑
,

同时周 围仍有散在暗红色丘疹
,

留有

1 9 90 年 4 月 30 日
,

因工艺需要
,

把原有的 F Z O
一

1 色素沉着
,

无瘫痕
。

旧油全部清除 (既往使用中是逐步添加新油 )
,

使用新 3 动物试验

抽
,

且将喷油改为喷淋
。

工人反映新油比原来的油刺 用新西兰白兔
,

每组三只
,

原液涂抹
,

Z x Z c m
,

激性大
。

到 5 月 1
、

2 日在该工序工作的新
、

老工人的 每小时一次
,

共 7次
,

皮肤刺激指数为 1
.

5
。


